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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有超过1.4亿户市场主体。8
月24日，国务院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市
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这部条例第一次
整合了我国所有市场主体登记规范、管理
规则。该条例自2022年3月1日起施行。

条例针对登记注册的程序和标准不
统一、办照容易办证难、注销流程烦琐等
企业和群众办事创业的难点堵点，着眼
市场主体的全生命周期，降低市场主体
制度性交易成本，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促进创业就业。

登记并轨减少“跑来跑去”

河北一家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负
责人说，早些年成立公司的时候，要提交
验资报告、租赁合同、房产证明等材料，
厚厚的一摞，最少也得十来份、几十页，
有时候还需要跑来跑去、改来改去。

市场主体登记信息的透明度，直接
关系到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过去，不
同企业登记制度要求企业登记和备案的
信息并不相同，登记程序和标准的不统
一，往往导致不同市场主体被差别对
待。如，在公司股东会作出增资决议后
申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时，若适用公司
登记管理条例无需提供增资验资报告；
但若适用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施行细
则，必须提交增资验资报告。

条例将各类市场主体登记管理进行
统一规范，最终实现了包括公司、非公司
企业法人及其分支机构，个人独资企业、
合伙企业及其分支机构，农民专业合作
社（联合社）及其分支机构，个体工商户，
外国公司分支机构等登记管理制度的统
一并轨，同时明确了登记信息和备案信
息的公示平台，提高了市场主体的透明
度和可预期性。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俊海表
示，由于我国原有的市场主体登记法律
法规不统一，登记程序和标准杂乱，市场
主体登记规则冲突不在少数。新条例解
决了市场主体登记规则、标准、程序不统
一、效力不明确的问题。

进一步降低和放宽经营准入门槛

济南市历下区一家个体工商户美容
店老板徐周强告诉记者，以前办理公共
场所卫生许可证，需要先办理营业执照，
然后网上填报办证的相关材料；材料审
核合格后，执法人员对经营现场进行勘
验；现场经营条件达到卫生法定条件后，
再申请领取许可证，承诺时限是10个工
作日办结。

根据涉企经营许可事项改革清单，
对申请人自愿承诺符合许可条件并按
要求提交材料的，减少现场勘验环节，
当场发放许可证。今年 7 月 1 日，徐周
强当场就领到了美容店的公共场所卫
生许可证。

条例总结“证照分离”改革的经验，
将经营范围分为一般经营项目和许可经
营项目。除经营范围中依法须经批准的
许可经营项目外，市场主体拿到营业执
照，就可以从事一般经营项目。

“十三五”以来，企业开办时间进一
步压减，目前全国企业平均开办时间为
4个工作日以内或更少。条例进一步明
确了登记时限，对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
定形式的当场办理登记，特殊程序减少
到3至6个工作日。

针对网络经营主体登记问题，条例

明确，电商平台内的自然人经营者可以
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将电商平台提供的
网络经营场所作为经营场所。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旭东表示，条
例将“多证合一”“证照分离”“一照多址”
等成熟的改革举措法律化，进一步降低
和放宽准入门槛。这将促进社会投资、
大众创业和劳动力就业，壮大市场主体
规模。

简易注销大幅降低退出成本

吉林省一家进出口贸易企业的财务
负责人王珊珊告诉记者，以前代理公司
注销业务，一般程序的注销，需要经过登
报公告、注销税务、注销工商营业执照、
注销组织机构代码、注销开户许可证 5
个阶段，如果把每个阶段都走完，合计
160天才能办完相关手续。

注销手续复杂烦琐、耗时耗力，有的
经营者法律意识淡薄、诚信意识较弱，再
加上股东之间存在矛盾和纠纷，很多公
司放弃办理注销而成为“僵尸企业”。

为解决市场主体注销难、“吊而不
销”等难题，条例在总结地方改革试点经
验成果的基础上，针对未发生债权债务，
或者已将债权债务清偿完结的市场主体
建立了简易注销制度，通过全体出资人

承诺、系统公示等措施，大幅缩短了注销
时长。

“简易注销让企业退出更便利，让更
多的创业者敢于大胆去尝试。”王珊珊
说，通过地方试点推行的注销便利化改
革，企业处理完债权债务就可以通过“e
窗通”系统直接上传“全体投资人承诺
书”，系统公示并获取企业的完税信息
后，20多天就完成了整个注销流程。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刘凯湘表示，
简易注销制度用公示和信用承诺取代清
算，保护市场主体可能存在的债权人，较
好地实现了效率和安全的平衡。

首设歇业制度企业可“休眠”

突如其来的疫情，给不少企业发展
带来了影响。一些企业不能开展经营活
动，还需继续支付房租、人力等成本，导
致经营难以为继。

为避免今后类似情况的发生，应对
个性化的市场主体登记需求，条例首次
设立了歇业制度，允许公司适度休眠，为
进一步丰富完善现有登记制度提供了创
新性的改革方向。

条例明确，因自然灾害、事故灾难、
公共卫生事件、社会安全事件等原因而
遭受经营困难的市场主体可自主决定在
一定时期内歇业。为构建和谐劳资关
系，市场主体应当在歇业前与职工依法
协商劳动关系处理等有关事项，并向登
记机关办理备案。为维护交易安全，登
记机关向社会公示歇业期限、法律文书
送达地址等信息。为避免休眠公司异化
为“僵尸企业”，歇业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3年。

自今年 3 月启动歇业试点以来，深
圳市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宝安
区已成功为 7 家市场主体办理歇业登
记，涉及跨境电商贸易、商务服务、科技
类等行业。

刘凯湘表示，歇业制度有利于中小
企业持续经营，有利于完善信用体系建
设，为有关部门出台相关帮扶政策措施
提供了制度基础。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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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之一
问：周二沪指高开，盘中震荡走高，收

盘上涨，你怎么看？
答：反弹仍在延续，市场各股指收出连

阳，盘面上医药、酿酒板块回暖，资源股继
续强势表现，北上资金继续净买入53亿
元。截至收盘，两市涨停68只，跌停3只。
从技术上看，沪深股指收复10日均线，两
市合计成交14083亿元，环比增加；60分钟
图显示，各股指均收于5小时均线之上，60
分钟MACD指标均保持金叉状态；从形态来
看，沪指率先收复60小时均线，且60分钟
MACD指标白线回到零轴之上，标志其率先
转强，后市重新收复60日均线只是时间问
题，根据笔者的技术模型，短期上涨仍会延
续，目前最多才进行了本轮反弹时间的三
分之一。综合来看，北上资金的重新净买
入说明政策误读已化解，创业板实施注册
制已一周年，其改革成色尽显，接下来的全
市场注册制改革值得期待。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前持有泽达
易盛8万股，华创阳安46万股，浙江龙盛35万
股，康芝药业52万股，会稽山40万股，浪潮信
息6万股，海伦哲52万股。资金余额999088
元，总净值23819188元，盈利11809.59%。

周三操作计划：海伦哲、浪潮信息、康
芝药业、会稽山、华创阳安、浙江龙盛、泽
达易盛拟持股待涨。 胡佳杰

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明年3月实施

首次设立歇业制度 允许公司适度休眠

近日，国内食品饮料行业的两大巨
头统一和康师傅相继披露了2021年半
年报，其上半年均出现增收不增利的情
况，业绩不尽如人意。

上半年，康师傅实现营收353.96亿
元，同比增长7.47%；归母净利润20.4
亿元，同比下降14.5%。统一实现营收
130.067亿元，同比增长10.1%；归母净
利润8.47亿元，同比下降20.4%。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
对比而言，康师傅的半年报含金量更
高，其品牌效应和规模效应也更为显
著，统一的劣势越来越大。

方便面业务收入均在下降

从营收构成来看，两大巨头的主营
业务均由食品和饮料两部分构成。

报告期内，康师傅方便面业务收入
为127.22亿元，同比下降14.67%，占集
团 总 营 收 比 重 从 45.27% 下 降 至
35.94%。

全球监测和数据分析公司尼尔森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上半年，方便
面行业整体销量同比下降 7.7%，销售
额同比下降7.3%。康师傅方便面销量
虽然同比下滑，但其销售量市场占有率

却上升至45.4%，销售额市场占有率为
47.9%，稳居市场第一位。

康师傅表示，方便面业务净利下滑
主要是原材料价格上涨及组合变化所
致，尤其是棕榈油价格涨幅过大，给企
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

统一企业的食品业务上半年营收
为 47.106 亿元，其中方便面业务营收
为43.98亿元，相比去年超50亿元的收
入也有所下滑。

朱丹蓬表示，单从方便面这一品类
来看，统一今年很可能被今麦郎超越，

“主要原因还是企业整体的重视度不
够，有点温水煮青蛙。”

方便面高端化或成趋势

面对方便面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
企业又该如何应对？

“应该会推出更多高端化产品，产
品议价能力更高，对抗成本上升的几率
就更高。”朱丹蓬说，方便面的高端化将
是未来的发展方向。

行业发展的趋势也印证了这一
点。相关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方
便面销售均价增长至2.38元/份，在产
业结构调整以及消费升级的双重推动
下，我国方便面销售均价将维持增长

态势。
近年来，康师傅和统一在高端市场

均有发力，分别推出了“汤大师”和“汤
达人”系列产品。2018年，康师傅还推
出了超高端面“Express速达面馆”，主
打电商、便利店等现代渠道及长途客运
站等特殊渠道，单盒售价约25元。

从半年报数据来看，高端产品对业
绩的拉动较为明显，2020 年康师傅高
价袋面收入 130.66 亿元，同比增长达
28.12%，增速远高于中价袋面。

饮料行业未来增长可期

相较于方便面市场的萎靡不振，饮
料市场则是一派欣欣向荣。

统一半年报显示，上半年饮品业务
收入为 78.6 亿元，较去年同期增加了
25%。而康师傅饮品收入增长同样明
显。报告期内，公司饮品业务整体收入
为222.76亿元，同比增长26.45%，占集
团总收入的62.93%。

在朱丹蓬看来，“食品降饮料增”正
在成为趋势。当前，食品行业增长已到
达一定峰值，而饮料行业的体量超过万
亿，因此未来可发展的空间更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熊英英

方便面不香了？ 行业“双雄”上半年增收不增利


